
西巖殿寺及其周圍 

 

位於中岳及其活火山口附近的古坊中區域，曾是阿蘇地區宗教活動的重要據點之一。

到室町時代（1336-1573）為止，古坊中地區已建有多達八十八處被稱為「坊」或「庵」的

宗教用場所，專為修驗道（山岳修行）的修行者修煉所用。物換星移，這些建築物數度

遭受損壞，年久失修，今日僅留斷井頹垣。 

熊本地區的大名——加藤清正（1562-1611）於 1600 年復興了古坊中的參拜聖地。其

中被認為是九州最古老佛教寺廟之一的西巖殿寺，便是其重拾往日風采的代表性建築。 

每年的 4 月 13 日，西巖殿寺都會舉辦「阿蘇山觀音祭（渡火）」。修行者赤足行走於

火上，因為人們相信只要心境從容，超脫世俗雜念，即使是碰觸烈火也能感覺涼爽。在

這場祭典上，更有在鐵鍋中填滿水，點火加熱，參加者靜坐其中的誦經儀式。經此儀式，

據說可庇佑今後一年無病無災。 

正殿曾位於寺廟長而陡峭的石階頂端，在 2001 年疑遭縱火焚毀。目前僅存建於 1889

年的後殿。知名文豪夏目漱石（1867-1916）曾在小說《二百十日》中提及此寺，令寺廟的

內部樣貌流芳百世。 


